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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测量与评价

体育核心期刊论文摘要统计分析
Ξ

刘雪松
(成都体育学院 学报编辑部 ,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 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 , 对 12 种体育核心期刊 2003 年最后一期中文摘要及 A 类论文的英文摘要、

论文摘要的分类、论文摘要的平均字数比较以及各类摘要字数间的新复极差测量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12 种期刊论

文摘要基本齐备 , 各类摘要字数间的新复极差测量达到显著水平 , 报道性摘要偏少 , 指示性摘要过多 , 适宜的字数

不够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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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rticles of Sports Core Journals

LIU Xue2song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engdu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Chengdu , 610041 China)

Abstract :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statistics , Chinese abstracts of the articles of the last issues in 2003 and English ab2
stracts , abstract classification , average word count contrast and Ducan’s new multiple range statistics of A - kind articles in 12 sports

core journals have been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article revealed that abstracts are basically included in articles of 12 journals , the

Ducan’s new multiple range survey of different kinds abstracts reached notable level , there are too many indicative abstracts and few

of describing ones , adequate word count is not enough. And other problems were reveal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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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 信息总量呈几何级数般飞速增长 ,

仅就期刊而言 , 据资料统计表明 , 截止到 2001 年底 , 仅中国

大陆期刊总量已近万种 , 体育类期刊已达 100 多种[1 ] 。随着

期刊的增加 , 文献资料日趋增多 , 对原始文献进行适当的摘

要处理 , 已显得十分重要。为了应对全世界日益增多的期

刊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期刊标准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作出规定 , 凡正式发表的论文不管是否用英文撰写都

必须提供英文摘要。为了与国际接轨 , 中国随之公布了

《GB6447 - 86 文摘编写规则》, 其后 , 1993 年由北京工业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里引

用了 GB6447 - 86 这一规范 , 将文摘一项正式列入到自然科

学学报编排规范中。

体育科技期刊 (学术) 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采用了

摘要的形式 , 这对于体育科技期刊 (学术) 的迅速传播 , 方

便读者的阅读 , 情报机构的二次检索起到很大的作用。然

而 , 实施摘要十几年以来 , 很少有人对体育科技期刊 (学

术) 的摘要进行过研究 , 因此笔者选择了有代表性的 12 种

体育核心期刊 2003 年最后一期作为统计对象 , 统计分析其摘

要 , 以便了解我国体育科技期刊 (学术) 运用摘要的情况 ,

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期刊论文摘要的质量。

1 　体育核心论文摘要统计概况

(1) 12 种期刊 A、B、C等 3 类论文中文摘要篇数及 A 类

论文的英文摘要篇数 (见表 1)

(2) 12 种期刊 A、B、C 等 3 类论文中文摘要的分类分析

(见表 2)

(3) 12 种期刊 A 类论文摘要平均字数比较 (见表 3)

(4) 各类摘要字数间的新复极差测验的多重比较 (见表

4)

2 　体育核心期刊论文摘要的分析

211 　论文摘要基本齐备
摘要类别根据 GB6447 - 86 和 ISO214 - 1976《供出版及文

献处理的摘要》中对“abstract” (摘要) 的确定 , 共分 3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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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报道性摘要、报道 - 指示性和指示性摘要。同时根据《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以下简称
《数据规范》) , 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
和业务指导类论文都应当具有 (即文献标识码分别为 A、B、
C的论文) 中文摘要和 A 类论文的英文摘要为必备项来分

析 , 12 种期刊的论文基本上都有论文摘要 (中、英文摘要) ,

除中国运动医学杂志某些实验论文没有摘要 (见表 1) 之外 ,

这说明体育核心期刊对论文摘要的关注程度比较高。论文摘
要基本齐备。

表 1 　12 种期刊 A、B、C等 3 类论文中文摘要篇数及 A 类论文的英文摘要篇数

刊 　　名 刊 　　期
ABC等 3 类论文的中文摘要

　论文篇数 　　摘要篇数 　　　% 　　

A 类论文的英文摘要

　论文篇数 　　摘要篇数 　　　%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双月刊 57 57 100 57 57 100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季刊 29 25 8612 25 25 100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季刊 22 22 100 22 22 100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 双月刊 52 52 100 51 51 100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季刊 39 38 97144 35 35 100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双月刊 28 28 100 28 28 100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双月刊 43 43 100 43 43 100

体育与科学 双月刊 24 24 100 24 24 100

体育学刊 双月刊 47 47 100 47 47 100

体育科学 双月刊 29 29 100 29 29 100

中国体育科技 单月刊 17 17 100 17 17 100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双月刊 30 24 100 30 17 5617

表 2 　12 种期刊 A、B、C等 3 类论文中文摘要的分类分析

刊 　　名
摘要

篇数

A 类论文摘要篇数

报道性 报道 - 指示性 指示性

B 类论文摘要篇数

报道性 报道 - 指示性 指示性

C类论文摘要篇数

报道性 报道 - 指示性 指示性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57 21 8 28 0 0 0 0 0 0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5 9 4 12 0 0 0 0 0 0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2 10 6 6 0 0 0 0 0 0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 52 13 9 29 0 0 1 0 0 0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39 14 8 13 0 0 2 0 0 0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8 5 2 21 0 0 0 0 0 0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43 14 5 24 0 0 0 0 0 0

体育与科学 24 6 1 17 0 0 0 0 0 0

体育学刊 47 12 3 32 0 0 0 0 0 0

体育科学 29 14 8 7 0 0 0 0 0 0

中国体育科技 17 10 3 4 0 0 0 0 0 0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4 21 1 2 0 0 0 0 0 0

表 3 　12 种期刊 A 类论文摘要平均字数比较 ( %)

刊 　　　名 报道性 报道 - 指示性 指示性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44167 9715 86161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5 193175 137108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12412 113133 9815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 130156 10118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163157 113 78163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18 9215 85171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17715 145 103113

体育与科学 207114 110 126147

体育学刊 130183 123133 92153

体育科学 146143 114138 94129

中国体育科技 18115 123133 68125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32138 100 110

平均字数 171158 122122 9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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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2 种期刊各类摘要字数间的

新复极差测验的多重比较

摘要类别 平均字数 1 %显著水平

报道性 171158 A

报道 - 指示性 122122 B

指示性 98106 C

212 　摘要的总体质量不高
21211 　报道性摘要偏少 , 指示性摘要过多

根据 GB6447 - 68 和《数据规范》规定以及《科技论文

的规范表达》的约定 [2 ] [3 ] , 科技期刊 A 类文章的摘要一般要

写成报道性摘要或报道 - 指示性摘要。

从表 2 的统计分析来看 , 12 种期刊共发表 A 类文章 404

篇 , 报道性摘要只有 149 篇 , 约占 36188 % ; 报道 - 指示性摘

要有 58 篇 , 约占 14136 % ; 而指示性摘要却有 193 篇 , 约占

47177 %。12 种期刊 A 类论文摘要分类的排序为指示性摘要、

报道性摘要、报道 - 指示性摘要。通过以上排序可看出 , 12

种期刊文摘质量总体不高 , 普遍存在较大的问题。

21212 　摘要的适宜字数不够

关于摘要的适宜字数 , GB6447 - 86 提出 , 报道性文摘和

报道 - 指示性文摘一般以 400 字左右为宜 , 指示性文摘一般

以 200 字左右为宜。关于摘要的适宜字数尚存在争论 , 各种

资料中的观点尚不一致。

一般而言 , 对于一篇特定的科技论文来说 , 它的信息

量、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复杂程度等相对地说都已经确定 , 因

而摘要适宜字数也就确定了。也就是说 , 摘要质量的高低 ,

用“详略度”来表示过于模糊 , 应看摘要的字数是否适宜。

科技论文的信息量越多 , 研究对象性质越复杂 , 摘要的适宜

字数就越多。

从表 3 看 , 12 种期刊报道性摘要平均字数 171158 , 最长

的为 232138 字 , 最短的 118 字 , 报道 - 指示性摘要平均字数

122122 , 最长的 193175 字 , 最短的 9215 字 , 指示性摘要平均

字数 98106 字 , 最长的 137108 字 , 最短的 68125 字。这一结

果大大少于 GB6447 - 86 的规定 , 但与《科技论文的规范表

达》中所述的摘要字数比较接近。近年来 , 随着中国体育科

学研究的深入 , 体育科研论文所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多。而在

体育科技期刊论文摘要中所反映的信息量较少是普遍存在的

现象 , 所以笔者认为 , 目前体育科技期刊学术论文的摘要的

适宜字数按类可以分别为 200 - 250 ; 150 - 200 ; 100 - 150。

21213 　各类摘要字数间的新复极差测验达到极显著水平

对 3 类摘要的字数进行方差分析 (见表 4) , F = 531157 ,

表明 3 类摘要字数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多重比较的结果

表明 , 报道性摘要、报道 - 指示性摘要和指示性摘要的字数

差异两两间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这说明 12 种期刊各类摘要

的字数之间的比例较为适宜。

3 　12 种期刊摘要存在的其他问题

311 　报道性摘要内容不全
报道性摘要具有较强的独立和自含性。它不仅要概括全

文的主要论点、创造性内容及主要的定量数据 , 而且还要求

阐明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 指示性摘要应简明地

指出论文的主题、范围和内容 , 不定量报道其具体内容 ; 报

道 - 指示性摘要以报道性摘要的形式概括论文主题内容中的

主要成分 , 其他成分简短地指明即可 [4 ] 。

12 种期刊中报道性摘要内容不全较为多见。例如 , 《论

体育人文精神与体育现代化》一文的摘要“运用文献资料

法 , 论述了体育人文精神是体育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体

育人文精神与体育科学的关系 , 以及体育人文精神对人的社

会化作用。即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 ; 竞技运动走向社会化 ,

不断放大人文精神的积极影响”。就缺乏对体育人文精神解

释的主要论点。

又如 ,《我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推动要素的经济学分析》

的摘要“依托制度经济学理论 , 从经济全球化对制度变动的

影响 , 制度调整延误成本的递增效应、制度变迁的‘累增效

应’、资源效应的‘损失效应’和产权规定的预期收益方面 ,

分析了我国职业体育创新推动要素”。缺乏对创新推动要素

的明确定义以及结论等。

312 　报道性摘要写成指示性摘要
在《CBA 联赛电视转播权营销与市场开发》一文中 , 本

应写成报道性摘要而写成指示性摘要 : “以我国电视管理体

制为出发点 , 剖析了我国篮球协会 (CBA) 联赛电视转播权

营销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发展若干问题的研究及建议》一文 , 本

应写成报道性摘要却写成指示性摘要 : “就西部各省区的基

本情况和经济概况进行了调查 , 对农村体育基本情况进行了

综合评价和现状分析 , 并提出了当前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美、德两国体育法比较与启示 ———兼论我国体育法制度建

设》报道性摘要写成指示性摘要 : “通过对美、德两国体育

法的比较 , 结合我国体育立法的现状 , 提出一些看法和建

议 , 为加强我国体育法律体系的建立和促进体育法制建设提

供借鉴”; 《影响武术套路裁判执法能力研究》报道性写成指

示性摘要 : “采用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等研究方

法 , 分析了影响武术套路裁判执法能力的主要因素 - 裁判员

业务水平、外界干扰和规则尚不完善 , 并对其主要致因进行

了研究。”将这些报道性摘要写成指示性摘要后明显感觉到

信息量不够 , 给人以较空泛的感觉。

313 　摘要中出现主语人称错误
按照国家规范的要求 , 摘要必须用第三人称书写 , 在摘

要中不能出现“本文”、“作者”、“笔者”、“我们”等词。而

12 种期刊的论文摘要中 , 用第一人称陈述的非常普遍 , “本

文”、“作者”之类的词稍不留神便出现在摘要之中 [5 ] 。

如“笔者通过文献研究”; “笔者综述了运动训练对机体

免疫功能的影响”; “笔者认为 400m 训练应把速度和速度耐

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文献研究法 ,

描述、解释了国内外体育信息网络化发展现状”; “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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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和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体育社会学为

基础 , 借鉴已有的社会评价理论”等。

4 　结论与建议

411 　结 　论
(1) 我国体育核心期刊论文摘要基本齐备 , A 类文章的

中英文摘要较为完全。这说明体育核心期刊对论文摘要的关

注程度较高。

(2) 摘要的总体质量不高。其主要表现为报道性摘要偏

少 , 而指示性摘要过多 , 摘要的适宜字数不够。

(3) 各类摘要 (报道性、报道 - 指示性、指示性摘要)

字数之间的比例较为适宜。但比照国家标准仍显字数过少 ,

由此造成所显信息量不够。

(4) 论文摘要还存在其他问题。报道性摘要内容不全、

报道性摘要写成指示性摘要、摘要中主语人称错误较多。

412 　建 　议
首先 , 各期刊编辑部及主管部门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

对论文摘要的编排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 把编写摘要工作作为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一环 , 切实予以加强。其次 ,

编辑人员要在编辑加工中 , 增强信息意识 , 对不符合要求的

论文摘要应要求作者重写 , 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获取一次文献

中有价值的信息 , 并在摘要中充分表达出来。提倡写报道性

摘要 , 尤其是 A 类文章。第三 , 要加强对论文摘要撰写方式

方法的宣传 , 使作者能主动避免摘要撰写时经常出现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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